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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近3个月的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日前落下帷幕，这是继2016年、2017年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

成功举办两届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的基础上，再次推动戏曲艺术繁荣兴盛的重要举措。今年的会演节

目共计40台，涉及47个剧种，覆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香港、澳门特别行

政区。会演节目中大戏32台，现代戏占26台，占比达81%；小戏组台共计8个，除香港小戏组台是传统剧

目外，其他均为现代题材，占比达88%。这样的演出现状突出了基层戏曲院团扎根基层、关注现实的创作

特点，也反映出活跃在基层戏曲舞台上的演出新特征——

多样题材中更加关注现实生活

此次会演涉及经典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

现代戏三种类型里的多种题材，既包括大家耳

熟能详的《白蛇传》《群英会》《红楼梦》《三娘教

子》《倩女回生》等折子戏，也包括《马援伏波》

《平城赋》《土族元帅》等历史题材，以及民族地

区的藏戏《朗萨雯波》、白剧《数西调》等。其中，

反映当代人生活的现代戏占比最高，且很多剧

目以真人真事、好人好事为创作对象，在弘扬主

旋律、传播正能量方面贡献突出。婺剧《鸡毛飞

上天》以深情的笔触书写了改革开放以来义乌

商人的成长历程，细腻地刻画了这些在商业活

动中经历了各种阵痛的人们如何冲破观念禁

锢、主动寻求变革的努力以及他们对商业道德

的坚守，对“鸡毛换糖”时期“人的情义”“做人根

本”的守望。作品通过一个义乌商人的成长，较

好地折射出了国家、社会、时代变迁的光彩。评

剧《潮白人家》讲述了一个残缺却感人的家庭故

事，是“百善孝为先”的当代呈现。故事原型是

北京榜样、顺义道德模范周红，改编后的文本紧

紧围绕“收养—报恩”这一中心事件展开，有一

种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力量。豫剧《一家亲》

利用豫剧的形式，讴歌了哈汉人民的生死之情；

龙江剧《农民的儿子于海河》寓庄于谐地在舞台

上树立了一位农民的好儿子形象；彩调剧《空

村》反映了当下农村的“空巢化”现象……会演

的多数剧目能从不同的生活断面开掘现实生活

的精神要义，说百姓事、唱人间情，洋溢着浓郁

的生活气息。

值得关注的是，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剧目中，

有的是从小视角、小人物、小片段入手，以小见

大地讲深讲透一个老百姓深切关心的问题，深

得广大观众的喜欢。如花鼓戏《儿大女大》讲述

了一位敦厚、质朴的老年父亲如何在丧妻后含

辛茹苦地养大三个儿女，并给那些不懂父母深

恩的子女们以心灵的震撼。该剧已经传了3代

人，演了30年3000场，实实在在的数据突出了

剧目的艺术成就，也印证了一个院团清醒的艺

术认知以及负责任的创作态度——以经典剧目

为抓手，不断打磨、上演、推广，与当下存在的排

一出扔一出的不良创作倾向形成鲜明对比。还

有一些剧目，开掘了更加深远以至于具有永恒

意义的精神层面，这样的戏比之一般的讨巧剧

目具备了更大的艺术追求。如白剧《数西调》讲

述了一对旷世恩仇的母子命，文本上具有史诗

般的力量，类似的主题在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

戏剧以及中国的《赵氏孤儿》《王佐断臂》中均有

涉及，深度刻画了人物在恩与仇的纠结、情与仇

的对抗中的最终抉择。

现实题材的开掘日趋纯熟

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各个院团的实际情况

差别很大，有来自相对富裕的地区，如浙江省义

乌市婺剧保护传承中心、苏州市苏剧传习保护

中心等；有来自大都市，如上海市青艺滑稽剧

团、澳门街坊总会青少年粤剧班、香港声辉粤剧

推广协会等；也有来自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如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乌兰牧骑、西

双版纳州文体广电局、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文

化工作团等；有像西藏自治区藏剧团一样的国

有院团，也有北京凌空评剧团这样的民营院团，

还有众多的县级院团、文化馆、传承保护中心以

及转企改制后的文化公司等，无锡市惠山区堰

桥街道文体服务中心甚至以街道组织的方式带

来了一个鲜活动人的小戏《今又中秋》。这些不

同层面的基层院团，真正体现了当下社会的多

重面向，是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最基层服务广大

民众的生力军。通过会演，我们看到虽然院团

“基层”、舞台上的人“基层”，但整体来看会演的

剧目品质并不“基层”，为艺术作出的贡献不可

小觑。会演剧目以现实题材现代戏为主，正好

是各院团集中比对、高下自知的良机。

作为此次基层院团戏曲会演的压轴大戏，

苏州市苏剧传习保护中心创演的苏剧《国鼎魂》

以沧桑、壮美、诗意又灵动的舞台呈现赢得了首

都观众的阵阵掌声。李莉编的戏，人文情怀浓

度高，故事精、深、巧，语言熨帖自然，人物饱满

鲜活。杨小青导演也是大手笔，舞台流转自如，

空间感、现实感和人物的交织辉映感饱蕴着极

强的视觉冲击力，配合着优美的唱腔、和谐自然

的灯光、舞美，二度的展现既大气又文化感十

足。梅花奖得主王芳的表演已经是炉火纯青，

自然、真切、动人，一举手一投足间洋溢着文脉

在人物身上的大美。由山东省诸城市舜龙艺术

团有限公司创演的茂腔《失却的银婚》对人性的

开掘深刻，人物鲜活、真切、自然、不概念化，故

事充满着别具一格的艺术匠心，观之令人唏

嘘。主创团队在创作观念、艺术构思上高度统

一，有完整的艺术理念和集体的创作意识。剧

中既有顺叙，又有倒叙、插叙和补叙，从编剧的

戏剧结构看，这种安排很有难度，把握这样的结

构需要较深的功力。从唱念来看，茂腔有茂调，

声腔有味道，翻八度上去的设计很贴切，同时也

显示出演员的功力。“红艳艳的山楂鼓溜溜，山

里的人叫它红棉球。甜甜酸酸的红果果又熟

透，可记得同样的时节你人走丢？”充满着浓郁

山东方言味儿的歌声一起，这个戏便紧紧地抓

住了观众的心，加之演员深厚的艺术功力，使每

一个念白、每一句唱词都充满着艺术的张力，直

抵人心。这与那些过于关注人物原型的“高、

大、上”，却在原型人物与艺术形象的塑造中失

却了得心应手的“落地”能力，那些让观众只看

到了说教、看到了投机心理，却看不到感人的艺

术形象和动人的故事内容的舞台产品相比，无

疑带有艺术上的示范意义。毕竟舞台上的人物

是艺术，需要按照艺术的规律进行艺术形象的

塑造和文化逻辑上的铺陈。

小戏小团风格多样亮点迭出

此次会演延续了2017年小戏组台的艺术

形式，从2017年江苏、山东、贵州、云南四省的

小戏组台增加到河北、广西、安徽、吉林、山东、

香港、云南、江苏8个地方，吸纳了更多的基层

院团在首都的舞台上一展艺术的风采。通过观

剧，可以看出小戏组台的意义不小。首先，它给

予小戏这样一个特殊的艺术形式一个舞台，让

其尽可能地展示自身的存在状态；其次，也给那

些可能演不了大戏但一直服务当地百姓的最基

层的院团或文艺团体一个平台、一个亮相的机

会，以兹鼓励其后继工作；再次，也给评论界集

中探讨和探索小戏这一特殊的艺术样式的理论

建构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整体看，小戏有小、快、灵的表现特征。所

谓“小”，主要是指小戏的内容多写小事件、小人

物，视角多是小切口，长度上又都很短小。所谓

“快”，是基于这一艺术形式的特殊性，其创作周

期一般较短，反映当下生活迅速、快捷，且表演

的形式较为欢快。所谓“灵”，则是其艺术样式

的不受拘束性，比如扮演自由、搬演方便、内容

与表现形式都比较灵活等。为此，这样的小戏

一般为广大民众所喜欢，尤其适合下乡惠民、进

社区、进工厂等地演出。但在具体的艺术创作

中，创作一部好小戏的难度毫不逊于大戏，有时

候可能还要难于大戏，因为它要在有限的时空

里交代清楚故事的起承转合、设置好悬念与包

袱、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讲清楚激烈的矛

盾冲突等，同时表现形式上要有情趣、有机趣、

不烦琐、不累赘等，舞台表演还要巧妙地运用或

创造好戏曲程式的适度表达等，一如当下的小

品、相声，讲好了当然有掌声，一旦挑不起来立

马就冷场。目前，小戏的创作理论和评论话语

都比较缺失，这和很多人不重视小戏有一定关

系，觉得它“小”，担负的功能似乎也不大。很多

创作者也常常只是拿小戏作为自己入门的练

笔，事实上是看小了也小看了小戏。从这一层

面看，基层院团戏曲会演之小戏组台的意义拥

有着目前还难以估量的深远潜能。

以此次会演的小戏为例，大部分小戏都来

自于最基层的小院团，体现了多样的艺术风

格。比如以喜剧幽默见长的吉林二人转《会高

旗》、拉场戏《新二大妈探病》，主创人员用当地

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反映了身边的人和

事，通过形式翻新给观众以新的艺术认知；山东

柳琴小戏《桃花缘》、吕剧《社区新风》则通过展

现生活片段透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折射普通

人和大时代的关系；安徽坠子戏《套路》讲述的

是精准扶贫打假的故事，充满了对比、误会、悬

念、双关和幽默，饱蕴着浓郁的剧种特色和地域

文化；广西的彩调剧《我是你爸爸》，从寓意到结

构再到呈现方式、演员表演，达到了悲剧喜演的

教科书高度；香港小戏组台《黛玉入府》《潞安

州》《双阳宫主·追夫》《群英会·小宴》等重点突

出了经典折子戏在孩子身上的鲜活呈现；云南

的花灯小戏《火红的梨园》、彝剧《桂花表妹》、花

灯小戏《大喇叭小广场》和傣族章哈小戏《西双

版纳的黎明》四个小戏则是“以歌舞演故事”的

方式呈现出一戏一格的艺术品质，展现了浓郁

的民族风情与文化基因。与其他省份的小戏组

台相比，多数小戏善于以喜剧为主基调去博取

观众的掌声，但江苏省的锡剧《丫丫考零分》《今

又中秋》《扁头不在家》、淮剧《良心》、徐州梆子

戏《叫你一声大姐》几台小戏走的不是喜剧路

线，主要倾力于情感共鸣，却特别抓人、动人。

这主要得力于主创团队的清醒认知，着眼点都

在平常百姓身上，是真的在跟百姓同呼吸、共表

达。视角虽然向下，但是提供给观众的精神是

昂扬向上的。故事看似波澜不惊，但所关注的

题材、人物以及艺术细节都是值得称赞的。

会演暂时告一段落，但演出引起的话题热

度与社会影响力并未落幕。由于顶层重视与政

策支持，它予以基层院团的支持与影响将会持

续发酵，基层院团的戏曲事业将会在全国各地

遍地生花。言为心声，曲为心志。会演中的各

个基层院团，用心、用力、用智地将一个个平凡

的故事进行了精心的雕琢，从剧情、唱腔到演员

表演，很好地反映了当下基层院团的艺术水

平。整体看传统戏浓厚、纯粹、有筋骨，新创剧

目也有章可循，呈现出尊重传统、尊重生活、尊

重艺术创作规律的良好作风。特别是那些有深

厚班底的院团，在艺术发展上呈现出技、艺、人

多面开花的良好局面。

尊重传统尊重传统 尊重生活尊重生活
尊重艺术创作规律尊重艺术创作规律

□景俊美

英国国家剧院 2009 年启动的戏剧新媒体传播实验：“国

家剧院现场”（NT Live），短时间即获得了蓬勃发展，推出了

50多部舞台作品，在美国、加拿大、日本等50余个国家放映，

约 550万观众在 2000个场所观看了演出。自 2015年 6月进入

中国市场以来，18 部戏剧作品共播放 400 场，放映范围从北

京、上海迅速拓展到全国19个城市的39家影剧院，吸引观众

9万人次。NT Live因而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媒体戏剧全球

传播现象。

NT Live旨在通过对舞台演出现场进行高清影像的多维

拍摄，借助卫星转播和屏幕播放，大面积扩大其剧场外的观看

人群，得以让英国各地乃至全世界更多观众同步看到其戏剧

精品。这种仿自“美国大都会歌剧院项目”的新媒体传播方式，

打开了舞台戏剧更加宽广的流通渠道。

戏剧观众对NT Live的兴起看法不一，理论界还可说责

难声不止。一种说法是：NT Live只是一种对戏剧的高清影像

记录，观众不在现场的戏剧还能叫戏剧吗？一些戏剧家表达了

对影像戏剧的担忧，这些人中既有英国史蒂芬·约瑟夫剧院院

长史蒂芬·伍德，也有导演赖声川、孟京辉等。然而，无论你怎

样质疑与责难，NT Live正在进行。事实上更加需要的是深入

探讨一下人们为什么要走进NT Live播映场，其吸引力究竟

何在？

应该看到，NT Live这种新媒体手段，通过高清放映的形

式呈现当代舞台作品，最大限度还原戏剧现场，又以技术手段

为其赋予更强烈的表现张力，使有限的优质戏剧资源得以复

制重现，把只能容纳有限观众的剧场戏剧扩展到更加广阔的

空间，让全球观众都可以通过屏幕观看到精彩演出，同时又永

久保留演出版底本，使戏剧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是当

代戏剧传播手段的长足进步。

其次，它使观众可以领略到以往无法实现的跨空间戏剧

观赏。戏剧这种剧场艺术具有特定的空间限定，拥有不可转换

的专属剧场性，从而极端限定了它的观赏对象。要想欣赏英国

国家剧院的高档戏剧演出，你就必须到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

坐落点去购票入座才能实现，而它每天的售票量也是限定的。

于是，在传媒日益迅捷简易的今天，作为特定剧场艺术的戏剧

必然成为小众艺术，而日益失去对现代传媒艺术例如电影、电

视剧的竞争力。NT Live则提供了打破空间限定、扩大观众量

的一种途径，同时使舞台戏剧的竞争力得到弥补。更多地域的

观众可以凭自己的爱好随心选择观赏NT Live作品。

其三，英国国家剧院这样的全球高标剧院，有着丰厚的剧

目积累，NT Live项目则根据累积经验来挑选经典剧目进行

制作，其作品多数都是观众仰慕的对象，因而充满了对它的热

情。例如莎士比亚的传世经典永远有着自身魅力，许多世界级

经典作家的作品也是宝库里的珍品，此外，这里还萃集了众多

获得世界声誉的当代戏剧编剧、导演和著名演员，它们永远吸

引着观众的观赏冲动。于是，戏剧的稀缺资源在NT Live这里

得到了极大的开掘、利用甚至挥霍。

最后，NT Live的拍摄效果远非直播录像所可比拟，其播

出反响甚至令人对NT Live新媒体传播刮目相看：舞台观演

时侧座和远座难以获得较好观看效果的短板被克服，屏幕前

的观众全都能无障碍欣赏，特写镜头甚至可以将演员的细小

动作与微妙表情全部捕获，它的观众满意比例甚至高过剧场。

NT Live的观众常常提及它的一个优点是：位置不好的时候，

通过屏幕观看会比剧场有更好的视角和更清楚的画面。因此

某种程度上说，高清影像、尤其特写非但不破坏现场感和在场

感，甚至还强化了观众的体验。

NT Live票价的低廉也永远是对热爱但又欠缺购买实力

的低收入观众的优惠。或许正是上述原因，NT Live 吸引了

相当的戏剧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而在新媒体娱乐样式统治

文化消费的全球背景下，舞台戏剧如果不想陷入覆没危机，借

助新媒体突围的NT Live未尝不是一种摆脱途径。

当然也要承认，NT Live播映也有其明显局限。虽然它

可以带来非常独特的视觉体验，却无法完整再现真人表演

给观众带来的现场感，既流失了现场的群体气氛，观众与演

员也无法即兴互动。新媒体播映与舞台演出之间永远存在

的异质感，将是NT Live难以逾越从而为舞台戏剧保留的最

后领地。

近日，歌颂老山精神的军旅

艺术歌曲《又唱老山兰》MV正式

首发。该歌曲由国防大学军事文

化学院出品，王建军作词，郑阳作

曲并担任项目负责人，青年女高

音歌唱演员温森岚演唱。

当年，老山参战官兵中涌现

出众多可爱可敬的英烈人物和感

人事迹。他们英勇无畏，为捍卫

祖国领土完整奉献出自己的青春

甚至宝贵的生命，被全国人民称

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2014

年，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的部

分领导与创作骨干组成采风组赴

云南老山驻地部队采风，产生了

强烈的创作热情，歌曲《又唱老山

兰》随即诞生。该歌曲旋律成型

后，在将近4年时间里，先后创作

了钢琴伴奏的室内音乐会版本和

交响乐队伴奏的现场版本，在多

场音乐会中进行了演出。2017

年9月，歌曲入选“国家艺术基金

小型剧（节）目和作品资助项目”。今年，在国家

艺术基金资助下，主创团队在词、曲、配器等方

面又对其进行了更高标准的打磨，并同步推出

了在老山驻地部队拍摄制作的MV，力求使作

品的艺术性得到更完美的呈现。

《又唱老山兰》抒发了老战士在和平年代对

当年在老山炮火中抛洒热血的年轻战友们的崇

敬和思念之情。郑阳介绍说，他在作曲方面采

用五声性旋律风格与五声化和声处理，力求在

引子与尾声的处理、线条发展设计以及配器等

方面有所创新。 （王 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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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LiveNT Live，，戏剧的新媒体突围戏剧的新媒体突围？？
□廖琳达

《《国鼎魂国鼎魂》》

《失却的银婚》

《《儿大女大儿大女大》》

《《鸡毛飞上天鸡毛飞上天》》


